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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社交焦虑及主动性人格

对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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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纵向数据研究方法，调查了５２６名大学新生的亲子依恋、社交 焦 虑、主 动 性 人 格 对 其 人 际 关 系 形 成 的

影响。结果显示：（１）大学新生的亲子依恋状况将显著地预测其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２）大学新生的社

交焦虑显著地预测了其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并在亲子依恋对人际关系形成影响路径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

作用；（３）主动性人格在社交焦虑对人际关系形成的影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大学新生

的亲子依恋、社交焦虑、主动性人格与人际交往四个变量共同构成一个带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借此有助于了解影

响大学新生人际关系形成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方式，从而进一步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并为解决大

学生心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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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部发 布 的 《２０１７年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公报》指出，我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已 达 到

４５．７％。每年有超过近８００万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到

国内各类普通高校学习。这些占到同龄人近半数的

青年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大 学 新 生。

他们的入学 适 应 问 题 也 越 来 越 受 到 关 注［１］，其 人

际关系状况 被 视 为 大 学 适 应 的 主 要 表 征［２］，也 是

生涯发展中 阶 段 性 转 变 的 重 要 标 志［３］。教 育 部 在

最近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

特别强调了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在心理健康中的

重要性。本研究拟从亲子依恋关系理论入手，结合

社交焦虑和主动性人格因素，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大

学新生人际关系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通过验证这

一理论模型，有助于了解影响大学新生人际关系形

成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方式，从而进一步丰

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并为解决大学生心

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大学新生离开父母和熟悉的成长环境，进入陌

生的大学校 园 开 始 体 验 与 以 往 完 全 不 同 的 生 活 模

式，将引发来自两个方面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

远离主要依恋对象和熟悉的环境，在心理上造成的

孤独感。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新生在社会与情

感等方面的 测 评 得 分 明 显 低 于 高 年 级 大 学 生［４－５］。

另一 方 面 则 是 从 高 中 生 向 大 学 生 过 渡 的 角 色 转

变［６］。他们既要改变已经习惯的学习方式和观念，

又要结束对父母和家庭的高度依赖转而独立面对和

处理新的 人 际 关 系。由 人 际 关 系 所 引 发 的 心 理 问

题，已成大 学 新 生 心 理 健 康 失 衡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之

一。比如，有些是由于新生的生源地、文化习惯和

家庭背景不 尽 相 同 而 难 以 相 处［７］，有 些 则 过 度 沉

溺于对旧有社交网络的回忆，在新的社交关系中处

于消极被 动 的 位 置［８］。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来 讲，通 过

了解大学新生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把握大学新生在

入学第一年内对大学适应的进程与结果［９］。

大量研究结果指出，生涯早期阶段的亲子依恋

关系与之后建构的人际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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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型依恋关系的个体更受同伴欢迎，更容易建立新

的人际关 系 网 络［９］。因 此，越 来 越 多 的 研 究 者 尝

试从亲子依恋理论入手，探究其与大学生人际关系

问题形成之间的复杂联系。所谓亲子依恋，是指个

体在特殊时期与特定养育者之间形成的特殊的情感

纽带，形成所谓的 “内部工作模型 （ＩＷＭ）”，并

对之后各 发 展 阶 段 持 续 发 挥 作 用［１０］。其 中，青 少

年期及成人早期阶段的人际关系则是受其影响特别

突出的部分［１１］。例 如，Ｋｏｂａｋ　＆Ｓｃｅｅｒｙ的 研 究 发

现，安全型亲子依恋程度高的大学生被试更多地报

告其人 际 关 系 良 好［１２］。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等 人 的 研 究 指

出，亲子依恋关系为安全型的大学生更能够在人际

互动中获 得 积 极 体 验，同 伴 间 更 少 发 生 冲 突［１３］。
王金奎调查了４８８名中国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现状与

人际关系状况，发现不同依恋维度和类型的个体在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安全型的大学

生人际 关 系 状 况 明 显 好 于 非 安 全 型 的 大 学 生［１４］。
李淑梅的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依恋群体在人际问

题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安全依恋型人际关系较为良

好；专注型则表现得过于服从；忽视型的表现是冷

漠；而恐惧型 则 为 消 极 和 冷 漠、过 度 顺 从［１５］。李

彩娜等人和孙远等人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大学生的亲

子依恋状况能显著地预测其人际关系［１６－１７］。
由于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开始于个体生涯的早

期阶段，在 探 讨 其 对 成 人 阶 段 心 理 和 行 为 的 影 响

时，面临着时间跨度大和中间环节多的问题。仅仅

考察亲子依恋关系一个变量的影响，势必会导致解

释过度简单和说服力不足。因此，一些学者建议，
应当结合其他影响因素一同构建更为复杂的理论模

型，才能更加深入地揭示其中的机制与过程［１８－１９］。
在选择比较 与 人 际 关 系 相 关 因 素 的 过 程 中 可 以 发

现，社交焦虑这一心理特征在影响的普遍性和程度

上都显得尤为突出。社交焦虑常指在社交环境中总

有恐惧、害羞或者尴尬体验的人格特质，它被视为

大学生人际 交 往 困 难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之 一［２０］。国 外

的有关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大学生报告自己在社

交中持续具有 较 高 的 焦 虑 水 平［２１－２３］，而 针 对 中 国

大学生的调 查 也 得 到 了 相 同 结 果［２４］。社 交 焦 虑 在

大学新生转变过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明显地

影响了新生的人际关系发展。比如，社交焦虑水平

较高的大学新生交到的新朋友更少，更缺乏获得友

情的体验［２５－２６］。另一 方 面，社 交 焦 虑 与 亲 子 依 恋

关系之间有着紧 密 的 联 系。Ｂｏｗｌｂｙ认 为，主 要 抚

养人在对待儿童的需求时，不能保持一致性与及时

性，会使儿童产生对自我及他人的消极认识，对他

人将如何对待自己产生强烈的不安感，因而会在成

人 后 的 社 交 行 为 中 引 发 恐 惧 感 和 退 缩［２７－２８］。

Ｅｒｉｋｓｏｎ则认为，婴幼儿期的主要抚养人如果不能

正确应对儿童的需求，将使儿童对自身存在价值产

生怀疑，降低其自信程度，同时也会损害对他人及

世界的信 任 感，从 而 拒 绝 主 动 接 近 他 人［２９］。也 就

是说，生涯早期亲子依恋关系的失常将形成个体对

他人及自身的偏见，并固化于内部工作模型中。之

后，它会持续产生消极影响，在青少年的人际社交

互 动 中 诱 发 消 极 情 绪 体 验，增 加 焦 虑 感 水

平［１６，１８－１９］。李玲玉 在 调 查 了３６０名 中 国 大 学 生 后

发现，大学生的依恋情况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依 恋 回 避 倾 向 越 强 则 社 交 焦 虑 程 度 越

高［３０］。魏征新 和 霍 莉 钦 的 研 究 结 果 则 显 示，不 同

依恋类型在社交焦虑的社交苦恼、否定评价、自尊

和信任他人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非安全型

依恋对 社 交 焦 虑 影 响 作 用 是 对 照 组 的 近 三 倍［２４］。
与之相对，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青少年和大学生

则表现出较低 的 社 交 焦 虑［３１－３２］。通 过 上 述 分 析 可

知，社交焦虑既作为因变量受到来自亲子依恋关系

的影响，同时又是一个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形成的

预测变量。因此，社交焦虑在大学生亲子依恋关系

与人际关系状况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大学新生在面

对新的环境与新的人物时，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社

交焦虑，但如果其能够觉察到自身状况，主动对周

围环境做出评价，并积极地与他人交往，则会较快

地形成新的友伴关系，从中获得支持，进而更好地

完成对大学生 活 的 适 应［３３－３５］。这 样 的 人 格 特 质 被

称为主动 性 人 格［３６］。主 动 性 人 格 在 组 织 行 为、工

作业绩等方面 具 有 重 要 的 调 节 作 用［３７－３９］。基 于 相

关研究结果可以推断，具有主动性人格倾向的大学

新生，相对于非主动性人格的大学新生而言，更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有利于缓解压力的氛围，主

动地采取措施改变所面临的环境困局。遗憾的是，
目前尚缺乏将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探讨

其在日常人际关系形成中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为

此，本研究目的之一是将主动性人格作为第三个影

响因素，检验其能否在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对人际

关系形成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效应。
综合以上论述中亲子依恋关系、社交焦虑及主

动性人格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提出如图１所示的理

论模型。依据这一模型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具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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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假设：

ａ．大学新生 的 亲 子 依 恋 状 况 将 显 著 地 预 测 其

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具体讲，亲子依

恋关系越趋向安全型，其人际关系形成的情况就越

好，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ｂ．大学新生的社 交 焦 虑 也 将 显 著 地 预 测 大 学

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具体讲，社交焦虑得分

越高的大学新生在人际关系形成中得分越低，满意

度也越低，两者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ｃ．社交焦虑 在 大 学 新 生 的 亲 子 依 恋 对 人 际 关

系形成影响路径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ｄ．主动性人 格 在 假 设３的 社 交 焦 虑 对 人 际 关

系形成的影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图１　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分别选取中部地区３所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为调

查对象实施问卷调查。第一次共发放问卷７５０份，
回收６８２份，剔 除 其 中 无 效 问 卷５５份，得 到６２７
份有效 问 卷。第 二 次 问 卷 调 查 时，回 收６１５份 问

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５２６份。有

效问卷中男生２３５名，女生２９１名。平均年龄Ｍ＝
１７．３３，ＳＤ＝０．６６。生源地为大学所在地者占总体

的１２．５９％，没 有 住 校 经 验 者 占 总 体 的６２．１１％，
选 择 入 学 后 在 校 内 学 生 公 寓 居 住 者 占 总 体 的

９８．３４％。
（二）评价工具

１．亲子依恋关系

采用Ａｒｍｓｄｅｎ　＆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编 制 的 《修 订 版

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 （ＩＰＰＡ－Ｒ）》中文版，
包括沟通、信任和疏离３个维度，采用李克特式５
级计分［３１］。根据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选 用 了 其 中 评 价 与

父母依恋关系的两个分量表，共计５０个题项，得

分越高表明亲子依恋质量越高。本研究中，各维度

的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α 分 别 为０．８３、０．８０、０．７６。
验证性 因 子 分 析 结 果 分 别 为：母 子 依 恋 量 表χ２／

ｄｆ＝５．２０，ＧＦＩ＝０．９４，ＡＧＦＩ＝０．９４，ＣＦＩ＝
０．９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７；父 子 依 恋 量 表χ２／ｄｆ＝

８．９４，ＧＦＩ＝０．９１，ＡＧＦＩ＝０．９１，ＣＦＩ＝０．９０，

ＲＭＳＥＡ＝０．０８。

２．大学新生人际关系

选用方 晓 义 等 编 制 的 《中 国 大 学 生 适 应 量 表

（ＣＣＳＡＳ）》中 人 际 适 应 的 分 量 表，共 计１０个 题

项［４０］。量表采用５点 计 分，得 分 越 高，表 明 大 学

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情况越好。《中国大学生适应量

表》常被用 于 调 查 大 学 新 生 对 大 学 生 活 的 适 应 情

况，具有 较 好 的 信 效 度［３５，４０－４１］。本 研 究 中 该 分 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８１。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为：χ２／ｄｆ＝９．１１，ＧＦＩ＝０．９１，ＡＧＦＩ＝０．９１，

ＣＦＩ＝０．９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９。

３．社交焦虑

选用由Ｌａ　Ｇｒｅｃａ　＆Ｌｏｐｅｚ编制的 《交往焦虑

量表 （ＩＡＳ）》中文版作为评价大学新生社交焦虑

的评价工具［２５］。该量表包括１５个题项，采用５点

计分。得分越高则意味着社交焦虑倾向越严重。在

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８５。验证性因

子分析结果为：χ２／ｄｆ＝３．２７，ＧＦＩ＝０．９３，ＡＧＦＩ
＝０．９３，ＣＦＩ＝０．９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７。

４．主动性人格

选用由Ｂａｔｅｍａｎ等 人 编 制，商 佳 音 和 甘 怡 群

修订的 《主动性人格量表 （ＰＰＳ）》中文版，共计

１１个题项，采 用７点 式 计 分［３６，４２］。得 分 越 高 表 明

其主动性人格倾向越明显。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

性系数α＝０．８９。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２／ｄｆ
＝７．７７，ＧＦＩ＝０．９５，ＡＧＦＩ＝０．９５，ＣＦＩ＝０．９４，

ＲＭＳＥＡ＝０．０５。
（三）实施程序

１．第一次问卷调查。于２０１７年９月上旬，在

上述３所参加调查的大学新生报到当日实施，调查

问卷随其他入学手续和资料发放给一年级新生，指

导语中明 示 在 三 日 内 完 成 并 回 收。问 卷 内 容 包 括

《修订版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中文版、《交往

焦虑量表》和 《主动性人格量表》。

２．第二次问卷调查 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中旬，对

第一次问卷调查中有效问卷的回答者再次实施问卷

调查。问卷内容为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中的人

际适应分量表。
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交焦虑和

主动性人格属于稳定的心理特征，在较短时间内不

易出现较大改变，因此只在第一次问卷调查时进行

数据收集。与之相对的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主

要评价大学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大学生活后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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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情况，所以本研究对这一数据的收集安排在新

生入学三个月后，也即第二次问卷调查时实施。
（四）数据分析

对两次调查收集到的问卷核查整理，只保留两

次均参加调查被试的问卷，在进一步剔除无效问卷

后，对最终整理所得问卷进行数据录入并实施统计

分析。
统 计 分 析 工 具 为 ＳＰＳＳ２０．０ 统 计 软 件 包 及

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当前，对中介效应检验时采用

何种方法争论不一。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多步骤回归

方程检验方法缺乏Ｓｏｂｅｌ　Ｚ值检验，不能断定中介

作用是否存在，因而坚持推荐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

行检验［４３］；但又 有 学 者 指 出 该 方 法 可 能 存 在 统 计

力较小的 情 况 下Ⅰ类 错 误 发 生 率 增 加 的 问 题［４４］。
为此，本研究在对社交焦虑进行中介作用检验时，
采 用 多 步 骤 回 归 方 程 检 验 的 传 统 方 法 并 结 合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一同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为检验本研究各变量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

问题，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结果显示共有１１个被萃取因子的特征根都

大于１，而且第一个因子的 解 释 率 为２０．１６％，小

于４０％的判断标准［４５］。因此可以排除由于相似 的

研究方法造成的结果偏差问题。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 《修订版青 少 年 父 母 同 伴 依 恋 问 卷》
数据可知，有３９９名被调查者认为母亲是对自己影

响更大的 人，约 占 总 体 的７６％，而 其 余１２７名 被

调查者选择父亲是对自己影响更大的人。如表１所

示，在母子依恋、父子依恋、人际关系、主动性人

格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社交焦

虑得分上 出 现 了 显 著 的 性 别 差 异 （ｔ＝－２．１０，ｐ

＜０．０５）。由此可知，女性大学新生由日常社交引

发的焦虑程度显著地大于男性大学新生。
（三）亲子依恋、社交焦虑与人际关系之间的

关系

以人际关系为因变量，分别以母子依恋、父子

依恋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可知，母子依恋对人际

关系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β＝０．３９，ｐ＜
０．０１），而父子依恋也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人际关

系 （β＝０．３３，ｐ＜０．０１）。此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

第１个假设，即大学新生的亲子依恋状况将显著地

预测其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
另外，以社交焦虑为自变量，人际关系为因变

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指出，前者能显著地预测后者

（β＝－０．４１，ｐ＜０．０１）。这 一 结 果 也 支 持 了 本 研

究的第２个假设，即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也将显著

地预测其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
（四）社交焦虑在亲 子 依 恋 与 人 际 关 系 间 的 中

介作用

按照 Ｈａｙｅｓ的 建 议，使 用ＰＲＯＣＥＳＳ宏 程 序

对社交焦 虑 的 中 介 作 用 进 行 检 验［４３］。结 果 显 示，
亲子依恋对人际关系仍然保持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０．３２，ｐ＜０．０１）。当社交焦虑作为因变量时，
亲子依 恋 对 其 具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β＝－
０．３０，ｐ＜０．０１）。当 亲 子 依 恋 和 社 交 焦 虑 同 时 进

入关系模型，社交焦虑对人际关系具有负向预测作

用 （β＝－０．４０，ｐ＜０．０１），亲子依恋对人际关系

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β＝０．２０，ｐ＜０．０５）。间

接效应 占 总 效 应 的３７．５％，Ｓｏｂｅｌ　Ｚ＝５．１３，ｐ＜
０．０１。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得到其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为 ［０．１０，０．６６］，０不包含在其中。由此可知，
社交焦虑在亲子依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模型中具有

显著的中介 作 用，这 也 支 持 了 本 研 究 的 第３个 假

设。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男（Ｎ＝２３５）

Ｍ（ＳＤ）

女（Ｎ＝２９１）

Ｍ（ＳＤ）
ｔ值 １　 ２　 ３　 ４

１．母子依恋 ７２．１７（１４．５６） ７３．０４（１７．２５） －０．６２ －

２．父子依恋 ７１．３３（１７．３８） ７２．０５（１５．０６） －０．５１　 ０．４７＊＊－

３．社交焦虑 ４４．４９（１３．７６） ４７．２８（１６．３１） －２．１０＊ －０．３６＊＊ －０．２８＊＊ －

４．人际关系 ３０．４６（１８．２７） ３１．６５（１７．６１） －０．７６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４１＊＊ －

５．主动性人格 ５４．７０（１２．８４） ５５．０６（１８．６３）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３５＊＊

　　注：＊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４２１



　　 （五）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利用 宏 程 序ＰＲＯＣＥＳＳ中 ＭＯＤＥＬ１４检 验 主

动性人格在上述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将全部被

试的 主 动 性 人 格 得 分 按 照 升 序 排 序，依 次 截 取

１０％、２５％、５０％、７５％、９０％点上的水平值，通

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分析各水平值的间接效应，结果如

表２所示。其中，中间、高和极高三个水平上间接

效应均 为 显 著，分 别 为ω＝０．２２，ω＝０．３９，ω＝
０．５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 的９５％置 信 区 间 内 不 包 含０。
也就是说，在亲子依恋通过社交焦虑对人际关系的

形成产生 影 响 的 过 程 中，会 受 到 主 动 性 人 格 的 调

节，当主动性人格倾向偏低时，社交焦虑的中介效

应并不显著，当主动性人格倾向不断增加，社交焦

虑的中介效应开始趋向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本研

究的第４个假设，即社交焦虑对人际关系形成的影

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整合以上结果可知，大学新生的亲子依恋、社

交焦虑、主动性人格与人际交往四个变量共同构成

一个带有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本研究的数据分析

结果支持了前述部分提出的理论模型。
表２　主动性人格不同分值水平下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水平
主动性人

格分值
间接效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低 ４２ ．０４ ．１６ －．３０ ．３３
低 ５０ ．１４ ．１４ －．４６ ．１０

中间 ５６ ．２２ ．１１ ．０６ ．５０
高 ６２ ．３９ ．１５ ．１５ ．７７

极高 ７０ ．５１ ．１８ ．２３ ．９８

图２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为更直观地了解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将主

动性人 格、社 交 焦 虑 的 得 分 按 照 Ｍ±１ＳＤ的 分 类

方法，分为低分组、中间组、高分组三个组，分别

计算两个变量的不同组别组合上人际关系的得分情

况，其结果由图２表示。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社交焦虑的不同组别在主动性人格的不同组别上的

得分情况存在 显 著 的 差 异Ｆ（４，５１７）＝１１．４４，ｐ＜
０．０１。

四、讨论

（一）亲子依恋对大学新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 的 研 究 结 果 支 持 了 已 有 研 究 的 结 论，
即：亲子依恋关系越趋向安全型，则越容易形成新

的人际关系，且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也较高。人际

关系是个体获得亲子依恋经验的基础，而这些依恋

经验又将成为个体未来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个体只有在与他人深入互动，形成共鸣，才可能顺

利完成从 “我”向 “我们”的转变。在不同发展阶

段，人际 关 系 始 终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发 展 课 题 之 一。

Ｂｏｗｌｂｙ强调，亲子依恋对个体人 际 关 系 的 影 响 是

“从摇篮 到 坟 墓”，贯 穿 一 生［１０］。大 学 新 生 在 进 入

到新的环境中，面对众多陌生面孔时，更容易唤起

与他人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需求。此时，如果积极

信赖他人且自信，则容易获得众人的好感，更容易

被大家接受；相反，如果是消极怀疑且退缩，则可

能难以形成满意的人际关系。这一研究结果也提示

我们在帮助大学新生解决入学适应不良问题时，可

以尝试通过分析其亲子依恋关系，找到其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认识到在人际互动中产生消极体验的根

源所在，进而促进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发现更多积极

的内容，获得更好的社交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要高

于男性大学新生，这一点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４６－４７］。由此结果可 以 推 测，女 性 在 一 般 社 交 情

景下，其紧张程度要高于男性。其原因有可能与社

会性别角色形成有关，特别是在性别角色定义较为

明确的文化背景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

想虽有减弱，但仍然影响着当代青少年群体，特别

是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化［４８］。
（二）社交焦虑在大 学 新 生 亲 子 依 恋 与 人 际 关

系形成之间的中介作用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的验证，更进一步揭示了

亲子依恋关系对青少年人际关系形成的影响的内容

机制。社交焦虑的形成，一方面受到个体的气质特

点的影响，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早 期 生 活 环 境 作 用 的 结

果。早期生活中亲子间互动将极大地影响个体对自

身和他人的信赖程度，也将影响儿童探索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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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心和勇气。可以说，亲子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反

映在亲子关系上则会表现为安全型与非安全型的不

同行为类别；而反映在人格特质上的表现则有社交

焦虑程度的差异。安全型的亲子依恋关系意味着在

亲子间的互动中父母对于婴幼儿的要求反应及时且

妥当，孩子就将能够准确地预期父母的反应，进而

获得一种 良 好 的 “关 于 依 恋 关 系 的 心 智 状 态”［４９］。
这样的心智状态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势必促使个

体形成相应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儿童在与人交往中

紧张感较 低，对 陌 生 人 没 有 过 度 的 焦 虑 与 不 信 任

感，更少 有 退 缩 回 避 的 行 为，即 社 交 焦 虑 程 度 较

低，也因此更容易形成新的人际关系。本研究对社

交焦虑中介作用的验证，启发我们在解决大学新生

中存在的人际交往困难方面，也可以尝试通过帮助

他们克服在社交中产生的过度焦虑达到目的。与前

述中通过了解自身亲子依恋关系，寻求问题发生根

源的干预策略不同，这种干预策略可以借助成熟的

行为训练 方 案 在 较 短 时 间 内 取 得 一 定 的 效 果。当

然，从生涯发展的观点出发，将两种干预策略有机

地结合，对个体的成长将更加有利。
（三）主动性人格在假设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在验证了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基础上，
进一步检验了主动性人格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通过

研究结果可知，当主动性人格倾向处于极低或者较

低水平时，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可以想

象，大学新生结束高中生活，告别父母进入全新的

大学校园，在构建全新的人际关系时，如果没有积

极主动改变局面的内驱力或者愿望将很难在短时间

内取得满意的结果甚至出现心理问题，这一点也为

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在此种情况下是难以考察亲子

依恋关系与人际交往间关系的。只有当主动性人格

倾向不断 增 加，自 身 开 始 有 了 社 交 愿 望 并 为 之 努

力，形成一定程度的人际关系时，才能够进一步考

察亲子依恋关系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让大学新生充分了解自

身主动性人格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性建

议，对帮助大学新生更顺利地完成大学适应将具有

积极意义。
（四）研究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探究造成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原因为

出发点，选择大学新生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
从亲子依恋关系的理论视角，结合社交焦虑及主动

性人格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揭示亲子依恋关系

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的方法，
验证了一系列由此理论模型产生的研究假设。这些

研究结果不仅将为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的

观察视角，并能够对拓展成人依恋理论的研究起到

积极作用。同时，未来的研究中仍有值得进一步探

讨的课题：（１）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孝悌文化背景

下，对父母的消极回忆很可能引起强烈的防御机制

作用。为避免记忆误差或文化影响，今后的课题中

可以尝试采用主题统觉或者文本分析的方法来评价

青少年早期的依恋关系；（２）本研究中主动性人格

虽然与亲子 依 恋 关 系 中 的 母 子 依 恋 呈 现 显 著 的 相

关，但相关程度较低，且与父子依恋没有显著的相

关。这是统计过程中的偶然偏差还是主动性人格自

身具有独 特 发 展 机 制？ 出 于 研 究 目 的 与 篇 幅 的 限

制，本研究未做涉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作为

未来研究的课题加以探讨。

五、结论

首先，大学新生的亲子依恋状况将显著地预测

其在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
其次，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显著地预测了其在

大学适应阶段的人际关系形成，并在亲子依恋状况

对人际关系 形 成 影 响 路 径 中 起 到 了 显 著 的 中 介 作

用。
最后，主动性人格在社交焦虑对人际关系形成

的影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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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ａｈｌｅ，Ｌ．Ｒ．，Ｒ．Ａ．Ｋｕｌｋａ　＆Ｄ．Ｍ．Ｋｌｉｎｇｅｌ．

Ｌｏｗ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０，３９ （３）．

［３］　Ｈａｎｎｕｍ，Ｊ．Ｗ．＆ Ｄ．Ｍ．Ｄｖｏｒａｋ．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ｄｉｖｏｒｃｅ，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４５ （１）．

［４］　Ｌａｐｓｌｅｙ，Ｄ．Ｋ．，Ｋ．Ｇ．Ｒｉｃｅ　＆ Ｇ．Ｅ．Ｓｈａｄｉｄ．
Ｐｓｙ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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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Ｒｉｃｅ， Ｋ． 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３９ （２）．
［６］　Ｐａｒａｄｅ，Ｓ．Ｈ．， Ｅ． Ｍ．Ｌｅｅｒｋｅｓ　 ＆ Ａ．Ｎ．

Ｂｌａｎｋｓｏｎ．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３９ （２）．
［７］　李德芳，陈丽，宁维 卫．不 同 生 源 地 大 学 新 生 的 适

应差异与对策 研 究 ［Ｊ］．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学版），２００８，（３）．
［８］　沙翠霞．大学新生适 应 问 题 及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对 策 研

究 ［Ｊ］．高教学刊，２０１５，（１２）．
［９］　Ｓｃｈａｒｆ，Ｍ．，Ｏ．Ｍａｙｓｅｌｅｓｓ．＆ Ｂ．Ｉ．Ｋｉｖｅｎｓ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Ｊ］．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０ （３）．
［１０］　Ｂｏｗｌｂｙ，Ｊ．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２ｎｄ　ｅｄ．）［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９．
［１１］　Ｈａｚａｎ，Ｃ．＆ Ｐ．Ｒ．Ｓｈａｖｅｒ．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９４，５
（１）．

［１２］　Ｋｏｂａｋ，Ｒ．＆ Ａ．Ｓｃｅｅｒｙ．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ａｆｆｅ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Ｊ］．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８８，５９ （１）．
［１３］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Ｍ．， Ａ．Ｄｏｙｌｅ　＆ Ｄ．Ｍ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ｎ　ｌａｔ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７０ （１）．
［１４］　王金奎．大学生成 人 依 恋 的 调 查 及 与 情 绪 调 节、人

际关系困扰的关系研究 ［Ｄ］．苏 州：苏 州 大 学 硕 士

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１５］　李淑梅．大 学 生 成 人 依 恋 与 人 际 问 题 的 关 系 研 究

［Ｄ］．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
［１６］　李彩娜，周伟，张曼．大 学 生 人 际 关 系 困 扰 与 依 恋

的自我－他人工 作 模 型 的 关 系 ［Ｊ］．心 理 发 展 与 教

育，２０１０，（５）．
［１７］　孙远，桂莎莎．大学 生 依 恋 现 状 及 其 与 自 尊、人 际

关系 的 研 究 ［Ｊ］．中 国 健 康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１２，

（４）．
［１８］　Ｌｕｃｏｃｋ，Ｍ．Ｐ．＆ Ｐ．Ｍ．Ｓａｌｋｏｖｓｋｉ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１９８８，２６ （４）．
［１９］　Ｔａｙｌｏｒ， Ｓ． ＆ Ｊ． Ｗａｌ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０３，３２ （４）．
［２０］　郭晓薇．大学 生 社 交 焦 虑 成 因 的 研 究 ［Ｊ］．心 理 学

探新，２０００，（１）．
［２１］　Ｂｅｉｄｅｌ，Ｄ．Ｃ．，Ｔｕｒｎｅｒ，Ｓ．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Ｍ．Ａ．，

＆ Ｄａｎｃｕ，Ｃ．Ｖ．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ｏｂ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１９８９，２０ （３）．
［２２］　Ｓｔｒａｈａｎ，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３，３４ （２）．
［２３］　Ｓｔｒａｈａｎ，Ｅ．＆Ａ．Ｊ．Ｃｏｎｇ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１９８８，１２ （４）．
［２４］　魏征新，霍莉钦．大学 生 社 交 焦 虑 与 成 人 依 恋 类 型

关系 的 研 究 ［Ｊ］．中 国 健 康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０９，

（８）．
［２５］　Ｌａ　Ｇｒｅｃａ，Ａ．Ｍ．＆ Ｎ．Ｌｏｐｅｚ．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２６ （２）．
［２６］　马素红．主 动 性 人 格 与 大 一 新 生 学 校 适 应 的 关 系

［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７，（５）．
［２７］　Ｂｏｗｌｂｙ，Ｊ．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３．
［２８］　Ｂｏｗｌｂｙ，Ｊ．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Ｌｏｓ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０．
［２９］　Ｅｒｉｋｓｏｎ，Ｅ．Ｈ．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３．
［３０］　李玲玉．大学生社 交 焦 虑、依 恋 与 心 理 健 康 的 关 系

研究 ［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２）．
［３１］　Ａｒｍｓｄｅｎ，Ｇ．＆ Ｍ．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１９８７，１６ （５）．
［３２］　Ｂｒｏｗｎ，Ａ．Ｍ．＆ Ｓ．Ｐ．Ｗｈｉｔｅｓｉｄ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ａｎｄ　ｗｏｒｒｙ　ｉｎ　ａｎｘｉｏｕ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０８，２２ （２）．

［３３］　黄雪梅，汪勇．大学新 生 社 交 焦 虑 状 况 与 父 母 养 育

方式、人格的相关 性 研 究 ［Ｊ］．中 国 健 康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０６，（２）．
［３４］　于晓波．大学 新 生 适 应 性 与 人 格 的 研 究 ［Ｊ］．中 国

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５）．
［３５］　李晓彧，王有智，王 文 霞．大 学 新 生 适 应 状 况 及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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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 素 分 析 ［Ｊ］．中 国 健 康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０９，

（１１）．
［３６］　Ｂａｔｅｍａｎ，Ｔ．Ｓ．＆ Ｊ．Ｍ．Ｃｒａ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３，１４ （２）．
［３７］　Ｆｒｅｓｅ，Ｍ．＆ Ｄ．Ｆａ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１，２３ （２）．
［３８］　Ｇｒｉｆｆｉｎ，Ｍ．Ａ．，Ａ．Ｎｅａｌ　＆Ｓ．Ｋ．Ｐａｒｋｅｒ．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ｏｒｋ　ｒｏ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５０ （２）．
［３９］　刘密，龙立荣，祖伟．主 动 性 人 格 的 研 究 现 状 与 展

望 ［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
［４０］　方晓义，沃建中，蔺秀云．《中 国 大 学 生 适 应 量 表》

的编制 ［Ｊ］．心理与行为研究，２００５，（２）．
［４１］　陈福侠，樊富珉．大学 新 生 学 校 适 应、心 理 弹 性 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 ［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４，

（１２）．
［４２］　商佳音，甘怡群．主 动 性 人 格 对 大 学 毕 业 生 职 业 决

策自我效能的 影 响 ［Ｊ］．北 京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９，（３）．
［４３］　Ｈａｙｅｓ， Ａ． 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４４］　Ｆｒｉｔｚ， Ｍ．Ｓ．＆ Ｄ．Ｐ．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８ （３）．
［４５］　周浩，龙立荣．共 同 方 法 偏 差 的 统 计 检 验 与 控 制 方

法 ［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４，（６）．
［４６］　郑金香，吴真，吉峰．女 大 学 生 社 交 焦 虑 与 其 心 理

健康状况、归因的关系 ［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００５，１３ （３）．
［４７］　张琼．体育院校大 学 生 社 交 焦 虑 影 响 因 素 的 调 查 研

究 ［Ｄ］．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４８］　刘电 芝，徐 振 华，刘 金 光，张 姣，黄 颀．当 代 大 学

生性 别 角 色 发 展 现 状 调 查 分 析 ［Ｊ］．教 育 研 究，

２００９，（１２）．
［４９］　Ｍａｉｎ，Ｍ．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ｖｓ．ｉ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４８ （４）．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ｓ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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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ａｌｓｏ，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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